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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井冈山自然保护区药用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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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西省井冈山自然保护区共分布有药用种子植物 167科，含 529属 1 125种(包括变种、变型)。167 

科可划分为 9个分布区类型，其中热带性科为 81科，占总科数的 63．78 (除世界分布)，温带性科为46科，占 

总科数的36．22 ，热带性科占优势。529属可划分为 l4个分布区类型和变型。热带分布及其变型共 228 

属，占47．8O (除世界分布型)，其中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共 108属，占总属数的 22．85 ，占热带分布属的 

53．5l ，是本区中占主导地位的区系成分。温带分布及其变型共238属，占49．89 。中国特有属含 ll属， 

占总属数的2．31 。该区系具有各种区系成分并存、区系中古老性成分与新特有成分并存、与世界各地联系 

广泛而复杂的特征。在植物区系的分区上，井冈山处于从亚热带至温带间的过渡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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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1 125 species(including varieties and forms)of 529 genera in 167 families．Among 167 

families，81 families belong to tropic areal—types，accounting for 63．78 in total(excluding cosmopolitans)；46 

families show a temperate areal—type，with 36．22％ of the tota1．At the level of families，the tropic aeral—type 

holds a dominant position．The genera can be divided into 14 areal—types and forms，in which the Tropic one 

accounts for 47．8O in total with 228 genera．The pantropic which is the dominant floristic element in this 

medicinal seed flora has 108 genera accounting for 22．85 in total and 53．5 1 in Tropic ones respectively． 

Temperate areal—type and forms have 238 genera，accounting for 49．89 in tota1．The China—endemic accounts 

2．31 with 11 genera． All kinds of floristic elements coexist in the Nature Reserve．There are both far 

ancient elements and new or special ones．It has wide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the other regions in the 

world．The flora of J inggangshan is a transitional zone from subtropic to tem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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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井冈山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地处中国南岭山地湘赣边境的罗霄山脉中段， 

26。22 ～26。48 N，114。05 ～114。23 E。保护区总 

面积约 5O万km 。境内峰峦连绵，大部分山头海拔 

800 m以上，整个山体呈东北一西南走向，海拔 202 

～ 1 841 m，相对高差 1 639 m。年均气温 14．2℃， 

年降雨量 1 856．2 mm，无霜期 241 d，属亚热带温暖 

湿润气候(肖宜安等，2000；左家哺等，2002)。土壤 

以山地黄壤为主，各类土壤随海拔增高有规律地呈 

垂直带谱分布。在植被分区上被认为是“中国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区，东部(湿润)常绿阔叶亚地域的中 

亚热带南部亚地带”(林英，1990；肖宜安等，2000)。 

保护区植物种类繁多，区系成分复杂，保存着较完整 

而古老的第三纪型的植物和森林生态系统，是许多 

古老植物种属的著名“避难所”(林英，1990)。本文 

系统分析了保护区的药用种子植物区系特征。 

1 区系成分分析 

井冈山自然保护区共分布有药用种子植物 167 

科，含529属，1 125种(包括变种、变型)。其中裸子 

植物 2科、2种，被子植物 165科、1 123种；被子植 

物中双子叶植物 146科、446属、969种，单子叶植物 

19科、共 81属、154种。这些药用种子植物中的大 

部分都属于野生种类，只有部分为栽培种。 

1．1科的区系成分分析 

按李锡文(1996)的划分，本区 167科药用种子 

植物可划分为 9个分布区类型(表 1)。世界分布型 

‘科共 4O科。热 带性 科 为 81科，占总科 数 的 

63．78 (除世界分布)；温带性科为 46科，占总科数 

的36．22 。由此可知，热带性科占优势。 

1．2属的区系成分分析 

按照吴征镒(1991)的划分，井冈山自然保护区 

中的529个药用种子植物属，可以划分为 14个分布 

区类型和 l4个变型。热带分布及其变型共有 228 

属，占47．8O (除世界分布型)，泛热带分布及其变 

型共 108属，占总属数的 22．85 9／6，占热带分布属的 

53．51 ，是本区热带型属中占主导地位的区系成 

分。温带分布及其变型共 238属，占49．89 9／6。其 

中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有 82属，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有 74属，二者分别占总属数的 17．79 和 15．52 9／6， 

占温带型属的32．93 9／6和 29．72 9／6，它们是本区温带 

分布类型的主要成分。中国特有分布 11属，占总属 

数的2．31 9／6。 

1．2．1热带分布属类型 在本区药用种子植物中有 

228个热带分布属，包括了以下几个类型：泛热带分 

布及其变型有 109属，占总属数的22．85 ，是本区 

中所含属数最多的类型。主要有大戟属(Euphor— 

bia)、薯蓣属(Dioscorea)、菝葜属(Smilax)、花椒属 

(Zanthoxylum)、凤仙花属(Impatiens)、卫矛属(Eu— 

onymus)、鹅绒藤属(Cynanchum)、山矾属(Symplo— 

cos)、紫金牛属(Ardisia)、乌桕属(Sapium)、黄杨属 

(Buxus)等。其中凤仙花属、卫矛属、黄杨属等都是进 

一 步扩展到温带的属(陈建民等，2003)。可见这些泛 

热带分布属具有一定的温带性质。 

表 1 井冈山自然保护区药用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1 Areal—type of family for medicinal seed 

plants in Jinggangshan Nature Reserve 

分布区类型 
Areal-type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有 13个属，包括 

木姜 子 属 (Litsea)、柃 木 属 (Eurya)、苦 木 属 

(Picrasma)、无患子属(Sapindus)、泡花树属(Me— 

liosma)等。这些在本区中基本上都是单种属或者 

是少种属。本分布类型是热带分布型中所含属数最 

少的类型。 

旧世界热带分布及其变型有 36属，占总属数的 

7．55 。其中包括千金藤属(Stephania)、野桐属 

(Mallotus)、乌蔹莓属(Cayratia)、天门冬属(As— 

paragus)等。其中天门冬属也分布到温带地区。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分布及其变型共有 19 

属，如野牡丹属(Melastoma)、蛇菰属(Balanopho— 

ra)、旋蒴苣苔属(Boea)、崖爬藤属(Tetrast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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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椿属(Toona)、臭椿属(Ailanthus)等。其中除野 

牡丹属含7种外，其余均只有 l～3种。旋蒴苣苔属 

也是延伸到温带的属(陈建民等，2003)。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及其变型含 l8属，主 

要有画眉草属(Eragrostis)、常春藤属(Hedera)、三 

七属(Gynura)、飞龙掌血属(Toddalia)等，均为只 

含 5种以内的寡种属。 

热带亚洲分布及其变型包括了33属，占总属数 

的 6．92 。其中有清风藤属(Sabia)、斑叶兰属 

(Goodyera)、野菰属(Aeginetia)、金钱豹属(Cam— 

panumoea)、蛇根草属 (Ophiorrhiza)、绞股蓝属 

(Gynostemma)、葛属(Pueraria)等。 

上述分析表明，本区热带分布型的属中以泛热 

带分布类型为主，典型的热带属则相对较少，而且其 

中不少属具有温带性质。这说明井冈山植物区系的 

热带性质不突出，可能是亚热带区系成分分布的北 

缘。这一点从以下分析得到进一步证实。 

1．2．2温带分布类型 温带分布类型共 238属，约 

为总属数的一半，达总属数的 49．89 。其中北温 

带分布及其变型有 82属，东亚分布及其变型有 74 

属，分别占总属数的 l7．79 和 l5．52 ，占温带型 

属的32．93 和29．72 ，它们是本区温带分布类型 

的主要成分。前者如细辛属(Asarum)(8种)、杜鹃 

属(Rhododendron)(8种)、忍冬属 (Lonicera)(8 

种)、景天属(Sedum)(7种)、紫堇属( ，‘ydalis)(6 

种)等。后者有八角莲属 (Dysosma)、六月雪属 

(Serissa)、萝摩属(Metaplexis)、五加属(Acantho— 

panax)、射干属(Belamcanda)、半夏属(Pinellia)、 

杜鹃兰属(Cremastra)、无柱兰属(Am'itostigma)等。 

上述这些属中，大多为草本属，而且它们虽然所含种 

的数量少，但多遍布整个保护区内。北温带和东亚 

成分，大都起源于第三纪古热带，前者有的属可沿山 

脉南延至热带山区，后者向南可分布到日本。在本 

植物区系中出现丰富的温带性成分，可以认为本区 

是温带区系成分分布的南缘。 

温带分布的其它类型中，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 

布及其变型、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分别含 39属 

和35属，占总属数的 8．18 和 7．34 。它们是除 

北温带分布和东亚分布以外的主要温带成分。其中 

典型的属分别有：山蚂蝗属(Desmodium)、木兰属 

(Magnolia)、十大功劳属 (Mahonia)、金线草属 

(Antenoron)、蛇 葡 萄属 (Ampelopsis)、藿 香 属 

(Agastache)和草木犀属(Melilotus)、牛蒡属(Ar— 

stium)、天名精属(Carpesium)等。另外温带亚洲分 

布只有 7个属，如石防风属(Saposhnikovia)、马兰 

属(Kalimeris)、大黄属(Rheum)；而地中海、西亚至 

中亚分布只有 l属，即锁阳属(Cynomorium)，只含 

1种，属锁阳科，且其数量较少。 

表 2 井冈山自然保护区药用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2 Areal—type of genera for medicinal seed 

plants in Jinggangshan Nature Reserve 

分布区类型 
Areal—type 

N攀umbe黧Percenta ge Ot tOtaI 
genera 

genera 

2 区系特征分析 

2．1区系地理成分复杂 

从表 2和上述分析表明，井冈山药用种子植物 

区系中属的分布区类除没有典型的中亚分布成分 

外，其它类型都有。这充分说明本植物区系地理成 

分的复杂性及其与世界各地的广泛联系。 

2．2区系的古老性与特有性 

在井冈山药用种子植物区系中，中国特有分布 

属共有 儿个，占本区总属数的 2．31 ，占中国种子 

植物特有属(243属)的4．53 ，占井冈山种子植物 

特有属的 44．O0 。主要是：血水草属(Eomecon)、 

半枫荷属(Semiliquidambar)、枸橘属(Ponc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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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萼木属 (Bretschneidera)、通脱 木属 (Tetrap— 

ana1)、明党参属 (Changium)、车前紫草属 (Sino— 

johnstonia)、盾 果 草属 (Thyrocarpus)、独 花 兰属 

(Ĉ angn en n)、四棱草属 (Schnabelia)、白穗花属 

(Speirantha)。它们分属：紫草科(2属)、罂粟科、 

枫香科、芸香科、伯乐树、科五加科、伞形科、兰科、唇 

形科、百合科(各 l属)。由此可见本种子植物区系 

在江西植物区系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些属中有些是古老的或者在系统演化上是 

原始或孤立的，如钟萼木属、通脱木属等都是第三纪 

古热带植物区系的孑遗成分。 

另外，井冈山分布有该区特有的种子植物共 16 

种(含变种)，隶属于 l3属，l0科。这些特有种均为 

新特有种，不是古特有种(茹文明等，2000)。这些新 

特有种的区系特点是：热带性属 4个，温带性属 7 

个，世界分布属 1个，中国特有属 1个，温带成分多 

于热带成分；这些特有种多为木本，生存环境特别， 

且对生境要求严格。在这些新特有种中的多数都具 

有药用价值。如井冈山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 

var． ggn g ̂n，zP，z is)、井冈山冬青(Ilex jinggan— 

gshanensis)、短柄香冬青(Ilex suaveolens var．bre— 

vipetiola)、井冈山厚皮香(Ternstroemia subrotun— 

folia)等。 

上述分析表明井冈山药用种子植物区系具有各 

种区系成分并存、区系中古老性成分与新特有成分 

并存、与世界各地联系广泛而复杂的特征。 

3 与其它地区种子植物区系的比较分析 

为了比较分析井冈山药用种子植物区系与其它 

区系之间的关系，确定该区系在植物分区上的地位， 

本文选择了与之相邻近的l3个山地(表3)，根据各山 

地所含的属的分布区类型的比例(除世界分布属)，运 

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了比较，结果如图 1。 

表3 井冈山自然保护区与其它山地药用种子植物区系成分比较 

Table 3 Statistics on distribution—types of seed plant genera in Jinggangshan， 

Jiangxi Province and other regions in China 

分布区类型(表2)Areal—type(see table 2)。 

由图l可知，在距离系数 lO处，可以将井冈山 

药用种子植物区系及与其进行比较的 l3个山地划 

分为 3个表征群：其中 A表征群包含的区系数最 

多，共达 l1个，井冈山也在此表征群内。B表征群 

只有鼎湖山一个山地；C表征群有 2个山地，即五台 

山和黄龙。而 A表征群在距离系数 3处，有可以进 

一 步划分为2个亚表征群。A—a亚表征群包含了大 

别山、鸡公山、神农架、八大公山等山地；A_b亚表征 

群包含了7个山地，它们是井冈山、庐山、武夷山等， 

这说明井冈山与这些山地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与 

大别山、神农架等具有一定的联系，而与鼎湖山、五 

台山和黄龙等地关系较为疏远。这一结果与其地理 

位置及个山地气候条件基本一致。 

上述结果也进一步表明了井冈山区系在全国其 

他区系中的相对位置：与华东区系关系密切，又具有 

向华中区系过度的性子，同时也是华南区系中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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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成分向北延伸的通道和北界。在植物区系的分 

区上，井冈山则处于在区系分区上本区处于从亚热 

带至温带之间的过渡地带(肖宜安等，2000)。 

Rcscatcd distance 

0 ． 5 10 I5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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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湖 IlI 

五 台 ⋯ 

黄 龙 

图 1 井冈山药用种子植物区系与 

其它山地之间的聚类结果图 

Fig．1 Clustering result of the medicinal seed—plants 

flora between Mt．Jinggang and other 13 Mts． 

3 结论 

井冈山自然保护区共分布有药用种子植物 167 

科，含529属，1 125种(包括变种、变型)；其中裸子 

植物 2科、2种，被子植物 165科、1123种；被子植物 

中双子叶植物 146科、446属、969种，单子叶植物 

19科、共 81属、154种。其中大部分都属于野生种 

类，只有部分为栽培种。 

按照李锡文的划分，区内 167科药用种子植物 

可划分为 9个分布区类型。其中热带性科为81科， 

占总科数的 63．78 (除世界分布)，温带性科为 46 

科，占总科数的36．22 。热带性科占优势。 

按照吴征镒的划分，区内 529个药用种子植物 

属可划分为 14个分布区类型和 14个变型。热带分 

布及其变型共有 228属，占 47．8O (除世界分布 

型)，其中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共 108属，占总属数 

的22．85 ，占热带分布属的 53．51 ，是本区中占 

主导地位的区系成分。温带分布及其变型共 238 

属，占 49．89 。其中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有 82 

属，东亚分布及其变型有 74属，分别占温带型属的 

32．93 和 29．72 ，它们是本区温带分布类型的主 

要成分。中国特有分布 11属，占总属数的2．31 。 

井冈山药用种子植物区系具有各种区系成分并 

存、区系中古老性成分与新特有成分并存、与世界各 

地联系广泛而复杂的特征。 

明井冈山与庐山、武夷山等山地种子植物区系 

之间的关系密切，与大别山、神农架等具有一定的联 

系，而与鼎湖山、五台山和黄龙等地关系较为疏远。 

在植物区系的分区上，井冈山处于在区系分区上本 

区处于从亚热带至温带之间的过渡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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